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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兽类标本馆藏数量

魏辅文*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 我国兽类资源丰富，兽类物种共计 12 目 59 科 254 属 686 种。近 40 年来我国的兽类标本采集和馆藏数量

快速增加。根据最新发表的兽类名录对 19 家博物馆 ( 标本馆) 兽类标本馆藏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至少保藏兽

类标本 166 178 号，馆藏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单位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四

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西华师范大学，馆藏数量占比 84. 9%。在馆藏标本中，

小型兽类占 91. 5%，而大中型兽类标本特别是鲸豚类很少，有待加大力度对这些类群标本进行收集与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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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mal specimen collection in China
WEI Fuwen*

( Institute of 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China is rich in mammal diversity，with 12 orders，59 families，254 genera and 686 species． In the past 40
years，the number of mammal specimens in Chinese museums has increased rapidly． According to the newly published
catalogue of mammals in China，19 museums were investigated and a total of 166 178 mammal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The top 5 museums，which accounted for 84. 9% of all preserved specimens，are the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Chi-
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CAS) ; Institute of Zoology，CAS; Sichuan Academy of Forestry Sciences; Northwest Institu-
te of Plateau Biology，CAS; and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Among the specimens in the 19 museums，small mam-
mals accounted for 91. 5% ． Large-and medium-sized mammal specimens，especially cetaceans，are relatively low． The
specimen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se groups should be increas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ammal; Specimen; Museum; China

动物标本采集和保藏是动物学研究的基础，标

本是开展形态学、分类学、进化生物学、生态学等

研究的必备材料。中国是世界上动物资源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兽类名录修订

编委会最新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兽类物种有 12 目

59 科 254 属 686 种 ( 魏辅文等，2021) 。
兽类标本是兽类学研究的重要材料。随着取样

和分析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得以从馆藏标本中获取

更多的形态、遗传和生态学等信息，更加深入地探

索一些未知的科学问题。例如，Hu 等 ( 2020 ) 通

过分析不同来源小熊猫属 ( Ailurus) 样本 ( 包括皮

张标本) 的基因组信息，确定了现生小熊猫可分

为 两 个 系 统 发 生 种， 即 喜 马 拉 雅 小 熊 猫

( A. fulgens) 和中华小熊猫 ( A. styani) ，两者具有

明显不同的种群历史，在更新世倒数第二个冰期开

始分 化， 雅 鲁 藏 布 江 为 其 地 理 边 界; Zhou 等

( 2018) 利用不同来源的江豚 ( Neophocaena spp. )

标本开展 种 群 基 因 组 学 研 究，确 立 了 长 江 江 豚

( N. asiaeorientalis) 独立种的地位，进一步凸显长

江江豚在长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中的旗舰

物种地位; Han 等 ( 2019 ) 通过稳定同位素技术

对大熊猫骨头和牙齿碳氮氧稳定同位素进行分析，

进而揭示了其食性和栖息地环境的演变。在新的技

术革新时代的背景下，这样一份详细的馆藏物种标

本清单可以为科研人员研究与合作提供便利，有利

于深入探讨和解决一系列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问

题，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
为查明中国主要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采集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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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的 兽 类 标 本 数 量，20 世 纪 80 年 代 汪 松 等

( 1983) 曾对全国 30 多家单位的兽类标本馆藏量

进行了调查，统计标本保藏数量共计 66 196 号。
过去 40 年，我国兽类学发展迅速，标本采集和保

藏数量不断增加。为进一步摸清兽类每个物种在不

同单位的标本保藏量，作者在中国兽类名录修订期

间，对我国兽类标本的主要收藏单位 ( 计 19 家)

进行了再次调查统计。
调查结果显示，19 家博物馆 ( 标本馆) 采集

范围覆盖了我国七大生物地理区划: 东北、华北、
华中、华南、西南、蒙新和青藏区，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国内不同区域兽类标本资源采集的现状，也使

我们对国内兽类资源分布及其多样性状况有了更进

一步的了解。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保藏兽类标

本至少 166 178 号，保藏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单位分

别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 研 究 所 和 西 华 师 范 大 学，馆 藏 数 量 占

84. 9%。在馆藏的兽类标本中，小型兽类 ( 攀鼩

目、兔形目、啮齿目、劳亚食虫目和翼手目) 占

91. 5%，特别是啮齿目标本数量达 110 746 号，占

66. 6% ( 表 1) 。总体来看，大中型兽类标本相对

较少，特别是鲸豚类，未来需加大力度对这些类群

的标本进行收集与保藏。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李松和蒋学

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陈军，四川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刘少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陈

世龙，西华师范大学周材权，广州大学吴毅，贵州

师范大学周江，四川大学冉江洪，陕西省动物研究

所常罡，东北师范大学冯江，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陈金平，上海自然博物馆王小明，北京师范大

学张雁云，东北林业大学张明海，西北大学郭松

涛，南京师范大学杨光，中山大学范朋飞，安徽大

学张保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丁等专家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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